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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对法国资本财富印象深刻，在他和施威尼茨的谈话中，他坦率地表达
了这是法国作为大国的属性之一，这点也是令其他国家羡慕不已。

一、法国对俄国财政和货币改革的影响

毫不奇怪，法国
这一方面的实力
给亚历山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国家正在与财政困难作斗争。

俄国的对外信贷，国内
预算平衡，货币稳定等问题已经成为其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并且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看到这些问题得到了他认为应该得到的重视。

法国人对俄贷款的渴望又轻松的态度必然会触及亚历山大记忆中的一个敏感点，因
为导致德国大量出售贬值的俄国债券的伦巴第禁令是在11月10日发表的，即他访问
柏林的八天前公布的。

俾斯麦反对俄
国信贷的运动有可能阻碍俄
国的金融改革计划，因此，法国的新信贷来源既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

1889年俄国第一笔兑换外债业务结束之后，俄国在法国的一系列债务开始纷纷加入
到自由兑换的业务中来，俄国财政与法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联系愈加紧密了。

在俄国债务的转移持有过程中，法国银行家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俄国大部分的有
价证券因此纷纷从德国的货币市场转移到法国的货币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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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
况的出现也为
日后俄法同盟的建立打下了
基础。大规模举借外债使得俄国黄金储备量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外债是分不开的。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利用俾斯麦运动中法国对俄
国的同情，扩大俄国与巴黎交易所的联系。

1887年秋，俄国向法国借款5亿法郎，1889年5月借款7亿法郎，1890年借款12.42
亿法郎。

仅1889-1891年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就完成了五笔总计4.25亿金卢布的外债项目。

从1887到1892年俄国国债（内债与外债）总数从65亿卢布增加到75亿卢布。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在担任俄国财政大臣期间，俄国债务进款额达到了
20.81亿卢布（票面额为22.95亿卢布）。

直到1892年
维特上台后，更加不遗余
力地推行吸引外资的政策，他把欧洲货币市场当作
沙皇政府取得经费的固定来源，法国成为俄国国库的主要债主。

货币的不稳定性损害了俄国与西方的信用和商业关系。货币波动阻碍了长期外国投
资，而1894年卢布稳定后，外国资本的空前涌入证明了这一点。

俄国国家财政也同样影响，因为她的大部分外国贷款都是以黄金或白银或以其为基
础的货币浮动的，而国家收入则是以纸币收取的。

不稳定的货币同样影响了对外贸易
。贬值刺激了出口，限制了进口，也减轻了海外竞争造成的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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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7年起，征收黄金关税，因此纸卢布汇率的任何上升都倾向于降低纸卢布的进
口税产量，并减少俄国海关政策的保护行动。

因此，1890年，为了抵消这些后果，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了20%，1891年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甚至提议将关税与卢布汇率挂钩。

所有这些考虑使货币改革成为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一个首要问题。

政治考虑对于使货币改革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舒尔茨·盖维尼茨
甚至在改革中看到了“俄国世界政治的财政方面”。

此外，国外针对与俄国签订的商业条约
提出的最严重的论点是，不稳定的货币使她的关税减让成为虚幻。

像1877年和1887年一样，不稳定的货币是俄国国际地位薄弱的一个因素，特别是
因为德国有时可以利用她作为俄国货币主要市场的地位进行恐吓。

货币改革的政治方面经常在改革前的各个阶段提到。帝国货币是一枚相当于十个金
卢布的金币，主要用于国际结算；

1885年12月17日的法令调整了它的精细度，根据该法令，半帝国货币相当于5卢布
，几乎可以与20法郎互换，据说这有助于俄国证券进入法国市场。

维特担任财政大臣所实行的财政上的种种改革
中，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引进。

这项措施确定地建立了俄国的信用
，并且使她在金融上与欧洲其他列强处于平等地位。

虽然前任财政大臣邦格和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对金本位货币的引进也做了准备工作，
但是货币改革的最后详细计划是由维特来制定出来并推进的。

维特在加入金融业之前，对货币问题并不熟悉。此外，他不能被俄国的建议所包围
，因为当时俄国缺乏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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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教育中甚至没有提到货币问题。通过他的研究和个人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
，白银价格的下跌，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很明显了，这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毫无疑问，他也受到了英国和德国的影响
，并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在当时已经是重要的黄金生产国。

维特的货币体制改革
其实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国内外众多势力的反对和阻挠。

国内，保守派反对金本位制；在国外，法国就首先站出来明确表示不希望俄国采用
金本位制，主张俄法两国都采用金银复本位制。

法国总理梅兰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断言维特的币制改革将使俄国遭到破产。

法国的意图在于诱使俄国采用金银复本位制，因为法国有大量的银币流通，而俄国
采用双金属主义不仅会加强法郎，也会大幅度提高银价。

这样，法国所拥有的巨量银币就会自动升值，为法国增加数亿法郎财富。

维特戳穿了法国的“阴谋”，断然排除了法国的干预。

阻碍俄国实行金本位制的除了政界人士之外，在听取了作为他的主要贷款人的法国
银行家的建议后，他发现他们也是金银复本位制的支持者。

金融界的巨头如巴黎罗斯柴尔德公司的
主席
，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和他的朋友，提埃尔斯内阁的财政部部长莱昂·赛都是赞成
金银复本位制的。

在1896年尼古拉二世访问巴黎期间，梅林试图影响皇帝，甚至试图通过新闻界采取
行动，委托当时有大量读者的《欧洲经济学家》杂志主编蒂埃里负责采访；

之后还通过蒙特贝罗向皇帝呈上信件。不过这一切似乎徒劳，尼古拉依旧信任维特
，1897年建立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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